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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19 年 1 月）

【国 名】 南苏丹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面 积】 约 62 万平方公里。

【人 口】 约 1253 万（2017 年）。系多部族国家，有丁卡、努维

尔、希鲁克、巴里等 64 个部族。居民大多信奉原始部落宗教，约 18%



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约 17%的居民信奉基督教。官方语言为英语，

通用阿拉伯语。

【首 都】 朱巴（Juba），人口约 50 万。

【国家元首】 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Salva Kiir Mayardit），

2011 年南苏丹独立建国后首位总统。

【重要节日】 和平日：1 月 9 日；建军日：5 月 19 日；独立日：

7 月 9 日；烈士日：7 月 30 日。

【自然地理】 位于非洲东北部，北纬 4-10 度线之间，系内陆国。

东邻埃塞俄比亚，南接肯尼亚、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西邻中非共

和国，北接苏丹。地形呈槽型，东部、南部、西部边境地区多丘陵山地，

中部为粘土质平原，南部边境的基涅提山（Kinyeti）海拔 3187 米，为

全国最高峰。热带草原气候，每年 5-10 月为雨季，气温 20-40℃，11-4

月为旱季，气温 30-50℃。

【简 史】 19 世纪以前，南苏丹没有成文历史。一般认为，丁卡族、

努维尔族和希鲁克族于 10 世纪左右进入南苏丹。16 至 18 世纪，阿赞

德人与阿凡加拉人相继在该地区建立统治。18 世纪初开始，欧洲人在

阿拉伯人协助下，在包括南苏丹在内的非洲大陆猎奴。19 世纪初，埃

及与苏丹侵入南苏丹地区。1899 年英国与埃及共管苏丹，并于 1902

年将南北作为两个实体分而治之。1955 年，苏丹宣布独立前夕，约瑟



夫·阿古领导黑人部队发动兵变，南北苏丹第一次内战爆发。1972 年，

阿古与苏丹政府签署《亚的斯亚贝巴协定》，第一次内战结束。1983

年，约翰·加朗发动兵变，成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第二次

内战爆发。2005 年 1 月，苏丹南北双方签署《全面和平协议》（CPA），

第二次内战结束。根据协议，南苏丹于 2011 年 1 月举行全民公投，

98.83%选民赞成独立。7 月 9 日，南苏丹共和国成立。

【政 治】 南苏丹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体制，中央、州

两级政权享有立法权。2013 年 12 月，南苏丹总统基尔与前副总统马

夏尔为首的反对派之间爆发武装冲突。2015 年 8 月，南苏丹冲突各方

签署《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2016 年 4 月，南苏丹组建民族团结过

渡政府。7 月，南苏丹政府军再度与反对派爆发武装冲突。2018 年 8

月 5 日，南苏丹冲突各派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达成共识，基尔将继续担任

总统，马夏尔担任第一副总统。9 月 12 日，南苏丹主要派别在埃塞俄

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签署《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简称《重振

协议》），就政治权利分配、政治过渡进程、安全安排等达成一致。根

据该协议，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5 月为政治过渡预备期，2019 年 5

月将开始为期三年的政治过渡期。协议签署后，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

国家修宪委员会、联合防务委员会等政治过渡期机制先后建立，向前推

进政治过渡进程。

【宪 法】 2011 年 7 月 9 日南苏丹独立当日，原南方自治政府主

席基尔签署南苏丹过渡期宪法，宣誓就任南苏丹共和国首任总统。过渡



期宪法共 16 部分 201 条，分为总章、公民基本权利、国家经济发展战

略、国家机构、军队、州及地方政府和土地所有制与自然资源管理等内

容。2015 年 8 月，南苏丹冲突各方签署《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根

据协议成立国家修宪委员会，将协议内容纳入宪法，目前尚未完成修宪。

【立 法】 实行两院制，包括国民议会和州委员会。国民议会议长

为安东尼·利诺·马卡纳（Anthony Lino Makana），州委员会议长为约

瑟夫·布尔·钱（Joseph Bul Chan）。

【政 府】 现政府 2016 年 4 月成立，由总统直接主持，不设总理

职务。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Salva Kiir Mayardit），第一副

总统塔班·邓·盖（Taban Deng Gai），副总统詹姆斯·瓦尼·伊加（James

Wani Igga）。主要部长有：内阁事务部长马丁·埃利亚·罗姆洛（Martin

Elia Lomuro），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尼亚尔·邓·尼亚尔（Nhial Deng

Nhial），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库尔·曼扬·居克（Kuol Manyang

Juuk），内政部长迈克尔·齐昂吉埃克·吉埃（Michael Changjiek Geay），

总统事务部长马伊克·阿伊·邓（Mayiik Ayii Deng），财政与经济规划

部长萨尔瓦托·加朗·马比奥迪特·沃尔（Salvatore Garang Mabiordit

Wol ），石油部长埃扎克埃尔·鲁尔·盖特库斯（Ezekiel Lul Gatkuoth），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部长奥布图·马穆尔·麦特（Obutu Mamur Mete），

信息、通信与邮政服务部长迈克尔·马库埃·鲁埃斯（Michael Makuei

Lueth）。



【政府网址】 http://www.goss.org

【行政区划】 南苏丹独立时，全国共划分为北加扎勒河、西加扎

勒河、瓦拉卜、湖泊、团结、上尼罗河、琼格莱、东赤道、中赤道和西

赤道 10 州。2015 年 10 月，基尔总统颁布总统令，撤销原有 10 州，

设立 28 州。南苏丹反对派指责此举违反宪法及和平协议精神。东非政

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联合国安理会等均呼吁南苏丹暂停实施有争

议的 28 州方案。2017 年 1 月，基尔总统颁布总统令，再次调整行政

区划，共设 32 州。

【司法机构】 由最高法院、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和其他法院等共

同构成。过渡期宪法规定，各级行政和立法机构应尊重并保护司法机构

的独立性。最高法院由首席法官、副首席法官和不少于 9 名其他法官组

成，皆由总统提名、议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现任首席法官为钱·瑞克·马

杜特（Chan Reec Madut）。

【政 党】 执政党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政府派，其他主

要政治派别包括：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马夏尔派（SPLM-IO）、苏丹人民

解放运动前被拘押高官派（SPLM-FDs）、南苏丹反对派联盟（SSOA）、

其他反对派（OPP）等。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1983 年由苏丹政府军军官约翰·加朗在埃塞

俄比亚成立。2011 年南苏丹独立建国后，成为执政党。目前，南苏丹

总统基尔和副总统瓦尼分别任党主席和副主席。



【重要人物】 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Salva Kiir Mayardit），

1951 年生，丁卡族人。20 世纪 60 年代加入南方反政府的“阿尼亚尼

亚”运动。1972 年和平协议签署后加入政府军。1983 年与加朗共同创

立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1986 年出任 SPLA 副总参谋长。2005

年 7 月担任南方自治政府副主席。2005 年 8 月出任苏丹民族团结政府

第一副总统、南方自治政府主席。2010 年 4 月连任。2011 年 7 月 9

日南苏丹独立后出任首任总统。

【经 济】 南苏丹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道路、水电、医疗卫

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严重缺失，商品基本依靠进口，价格高

昂。国际社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向南苏丹提供了大量援

助。2011 年 7 月，南苏丹央行发行新货币南苏丹镑（SSP）。

南苏丹经济严重依赖石油资源，主要有 1/2/4 区、5 区、3/7 区等

开发项目。石油收入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 98%。2012 年初，由于与苏

丹就石油利益分配问题矛盾不断升级，南苏丹全面关井停产。2013 年

4 月，经过国际社会斡旋和两苏艰苦谈判，南苏丹恢复石油生产。2013

年底南苏丹国内冲突爆发后，石油生产再度受到严重影响，目前仅 3/7

区维持低水平生产。

【资 源】 自然资源丰富，主要有石油、铁、铜、锌、铬、钨、云

母、金、银等，水利资源也很丰富。土地肥沃，适合大规模农林牧业发



展。探明石油储量约 47 亿桶，可采储量为 22.6 亿桶，剩余可采储量

9.3 亿桶。

【工 业】 几乎没有规模化工业生产，工业产品及日用品完全依赖

进口。

【农 业】 可耕地面积约为 2500 万公顷。适合耕种的作物种类很

多，特别是一些热带和亚热带作物。主要作物有棉花、花生、高粱、小

米、麦、阿拉伯胶、甘蔗、木薯、芒果、木瓜、香蕉、马铃薯、芝麻等。

森林覆盖率超过 36%。

【军 事】 南苏丹武装力量为“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武装部队的

使命是捍卫南苏丹宪法，维护领土完整，保卫人民安全。总统基尔兼任

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部是军队最高领导机构，总参谋部是最高军事指

挥机关。

【文化教育】 南苏丹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教学设施匮乏。文盲率

为 73%，6 岁以上儿童入学率为 37%。全国大中小学学生注册人数分

别为 2.5 万、4.4 万和 138 万，教师约 8000 名。高等学府有朱巴大学、

上尼罗河大学、伦拜克大学、托里特大学、北加扎勒河大学等。

【中国和南苏丹双边关系】



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就派医疗队、农业专家到苏丹南方，帮助当

地人民改善农业和医疗状况。苏丹南方自治政府成立后，中国与苏丹南

方各层次友好交往不断加强，双方合作日益增多。2007 年 2 月，胡锦

涛主席访问苏丹期间，在喀土穆会见时任苏丹第一副总统、南方自治政

府主席基尔。基尔曾于 2005 年 3 月、2007 年 7 月两次访华。2008

年 9 月，中国在朱巴设立总领事馆。2011 年 7 月 9 日，南苏丹举行独

立庆典，宣布南苏丹共和国正式建国，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

新作为主席特使应邀参加，转交了胡锦涛主席致南苏丹总统基尔的贺电，

并代表中国政府与南苏丹外交部长阿鲁尔签署建交公报。同日，中国驻

南苏丹大使馆开馆。

南苏丹建国以来重要双边互访：

中方：胡锦涛主席特使、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2011），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2011），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

组部部长李源潮（2012），中联部副部长李进军（2012）。

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总书记巴甘，总统特使、人道主义事务和

灾害管理部长鲁阿勒（2011），总统基尔（2012），外长尼亚尔（2012，

来华出席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总统特使、石油和矿产部

长德修（2013），副总统、苏人解副主席瓦尼，总统事务部长韩万，

财政部长萨布尼，石油、矿产和工业部长德修，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本

杰明（2014），总统事务部长韩万（2015），外长阿鲁尔（2016，来



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总统特使、

总统事务部长马伊克（2018），总统基尔（2018，来华出席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

南苏丹独立建国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顺利。2011 年 11 月，双方

签订两国贸易、经济和技术协定，并成立双边经贸联委会。

2011 年 8 月，中石油在南苏丹设立项目公司。2012 年 1 月，南苏

丹政府与包括中石油在内的合作伙伴签署石油合作《过渡协议》。受南

苏丹国内冲突影响，目前中石油在南苏丹作业油田维持基本生产。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南苏丹经济社会建设，援建了医院、学校、打井、

提供医疗设备、抗疟药品和紧急人道主义物资、人力资源培训等项目，

得到当地民众好评。

在南苏丹独立前，中方已开始向苏丹南方提供文化援助和杂技培训。

南苏丹独立后，中南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2012 年 6 月，

南苏丹文化、青年和体育部长奥夫豪来华出席首届中非文化部长论坛。

2013 年 6 月，南苏丹文化、青年和体育部长马杜塔来华出席中非文化

产业论坛。

援苏丹南方医疗队始派于 1971 年，是当时中方向苏派遣医疗队的

分队，曾在朱巴、瓦乌、马拉卡勒三地工作。2012 年 1 月，中南两国



签署中方向南苏丹派遣医疗队的谅解备忘录。12 月，中方派出首批援

南苏丹医疗队。目前在南苏丹工作的为第 5 批医疗队，共 15 名队员。

南苏丹独立后，中方每年向南苏丹提供若干政府奖学金名额和培训

名额，迄今已为南苏丹培训各领域人才近四千名。

中国驻南苏丹大使：何向东。电话：00211-912386011，网址：

http://ss.chineseembassy.org ， 电 子 邮 箱 ：

chinaemb_ss@mfa.gov.cn 。

南苏丹驻华大使：约翰·安德鲁加·杜库（John Andruga Duku)。馆

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18 号京润水上花园别墅 H1-2。电话：

010-64649921 ， 传 真 ： 010-64649928 ， 电 子 邮 箱 ：

southsudanembassy.beijing@live.com 。


